
回眸舊裝

　　本院自 2002年起與臺北捷運公司合作，

於臺北車站、士林站建置捷運故宮藝文空間。

（圖 1）十幾年來的展示主題，包含特展與活

動宣傳，以及複製文物展出；在展出形式上，

自 2010年起，於臺北車站展區加入大型燈片

牆面（即多媒體牆）、士林站始以 LED鏤空

紋飾牆結合燈片呈現。自此，開始了固定的

空間規劃與展示形式（表一），合作案兩年

續約一次。藝文空間不定期進行局部更新，

在文化涵養的推動上，屢獲好評。而此次更

換新裝，即以此 2010∼ 2019年的空間配置

架構為基礎，進行全面改造更新。

接地氣─
捷運故宮藝文空間換裝實記
▍黃正和

2020年 1月初，捷運故宮藝文空間換了新裝，為臺北車站與士林站帶來新亮點，透過新媒

體互動與貼近民眾需求的展示呈現，讓文物更近距離地走進民眾的生活裡。隨著疫情的解

禁，歡迎民眾至現場體驗新裝魅力。在此，本文將整個換裝的緣由與展示內容一一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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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捷運士林站的故宮藝文空間　作者攝



表一　2010∼ 2019年故宮藝文空間「空間配置架構與說明」　                    作者製表、攝影

地點 空間配置架構與說明

臺北車站

實例（2018年）

形象牆 玻璃櫥窗 多媒體牆

配置說明：臺北車站展區為一廊道空間，廊道兩側為展示區域，本院於此建置主題
形象牆與手卷畫作多媒體牆，並透過玻璃櫥窗與平櫃，展出器物、書畫
及冊頁等複製文物。

士林站

實例（2018年）

正面：電視與紋飾牆 兩側：燈片與紋飾牆

配置說明：士林故宮藝文空間位於士林捷運站一號出口，遊客一出站即可看到藝文
空間的主視覺牆面。主視覺牆面是由電視與紋飾牆組成，具有地標特色
的宣傳效果。主視覺牆的兩側為故宮文物大型燈片與紋飾牆。

接
地
氣—

捷
運
故
宮
藝
文
空
間
換
裝
實
記

111

展
示
設
計



換裝緣由

　　「捷運藝文空間」位於公共空間內，廣義

上歸屬於公共藝術範疇。公共藝術有其設置

目的性，希望藉由藝術品的裝設，來美化公共

運輸空間單調的氛圍。透過美感經驗的營造，

增進冷漠車站的人文性與藝術性，這是我們

普遍知道的事實。另外，潘彥均於〈臺灣公共

藝術設置目的之探討〉一文中提到遠見民調

中心做了一項調查：
1

約 86.5%的市民認為公共藝術的功

能或重要目的為「美化公共環境」、

78.0%認為是「成為當地的特色或地

標」、71.0%則認為能「讓市民了解在

地歷史及精神」。而其中很有趣的一

點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市民（高中以

上），超過九成認為公共藝術的功能

是「美化公共環境」。

　　就本院捷運藝文空間位置而言，設置於

臺北車站及士林站。臺北車站是國內外旅客

匯聚首要之站，士林站是士林地區著名景點

的轉運站，皆為臺北重要交通樞紐。因此，

其設置目的除了為該空間提昇人文美學素養

外，也如上述研究調查所述，它肩負著傳遞

在地特殊風情的任務。依此，士林站藝文空

間的設置正符合此精神。綜上所述，從故宮

角度來看，約略衍生出三項本院藝文空間的

設置目的（或功能）。（表二）

士林站換裝緣由：為考量使用需求及強化

設置目的

　　由上表可知，提供「故宮識別形象宣傳」

與「故宮交通指引」是士林站藝文空間的設

置主要目的。士林站簡潔抽象的紋飾設計，

為遊客帶來穩重雅緻的視覺印象，但在故宮

「品牌識別度」與「交通資訊」的傳達強度上，

有待提升加強之處，此一需求，可透過筆者

的問卷調查得到印證。

　　筆者於 2019年 9、10月間，針對「士林

捷運站故宮藝文空間指標與形象識別度」進

行一項小規模的問卷調查，訪問對象為士林

站一號出口之出站遊客，問卷有效樣本數為

20份，問卷結果如下（表三）：

　　此問卷調查樣本數雖未充足，但仍有三

項有用資訊可做為參考：

1. 有遊客認為往故宮的交通導引不夠清楚。

2. 第一次經過此站的往來遊客，有人竟不

知迎面而立的電視牆面為故宮的展示空

間。

3. 知道此為故宮展示空間的遊客，大多都

是經由現場播放的影片與文物圖片得知，

從大面積抽象紋飾得知的很少。

因此，「故宮形象識別度」與「故宮交通指引」

的確成為改善之重點目標，希望藉此調整能

為遊客帶來更優化的便利性，並強化藝文空

間設置目的。

臺北車站換裝緣由：為增加互動強度與南

院意象

　　臺北車站為國內外遊客匯聚之地，是展

示形象的精華地點。根據觀察，途經此藝文

空間的遊客，願意駐足觀賞展示（不論是影

片或是複製文物）的遊客比例偏低。本院合

作廠商於 2019年 11月某日早上 11:00左右做

了實地觀測，早上離峰時間，統計經過的遊

客，在二十分鐘內，僅有一組遊客停下腳步

欣賞觀望，這與我們的期待是有相當的落差。

基於此，希望打破改變既有的形式，加入能

有效引起遊客共鳴的裝置，期待遊客不只是

匆匆經過，且能與展示內容有進一步的接觸。

此外，亦有民眾建議，希望加入常態性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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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院捷運藝文空間設置目的　　      　作者製表

臺北車站 士林站

故宮識別形象宣傳 * *
故宮交通指引（在地性） *

文物教育推廣 * *

表三　問卷調查內容與統計結果　　      　作者製表

題目 選項 結果

1 您路過此處目的為？

洽公／上學

旅遊

其他

11
5
4

2 請問您路過此地的頻率為？

第一次

偶而

經常

3
6
11

3 請問您知道這個電視牆是屬於故宮展示區嗎？
知道

不知道（請跳過第四題）

16
4

4 請問您是如何知道這電視牆屬於故宮展示區？
由牆上花紋得知

看電視影片內容得知

16
4

5 若您欲前往故宮參觀，請問您知道故宮公車轉
乘處的位置嗎？

知道

不知道（請跳過第六題）

16
4

6 請問您是怎麼知道故宮公車轉乘處的位置？

看到捷運站內告示

問路人

朋友帶路

上網 google

10
2
2
6

7 若您是第一次要前往故宮，您覺得交通資訊的
指標夠清楚嗎？

不知道出站要往哪裡去，
指標不夠清楚

普通

有清楚的告示

5

6
9

8 您的年齡？

15∼ 25歲
26∼ 35歲
36∼ 45歲
46∼ 55歲
56∼ 65歲
65歲以上

6
4
3
3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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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南院圖像與資訊，能為國內觀光帶來宣傳

效益。以上皆為臺北車站換裝更新的緣由。

　　綜上所述，再加上兩地藝文空間，已近

10年未大幅度調整改變，多種因素促成此次

故宮藝文空間全面更換新裝。

新裝亮相

一、捷運士林站

　　「故宮識別形象宣傳」與「故宮交通指

引」是此次改造故宮藝文空間的兩大重點目

標，改造內容分述如下：

（一）提高形象識別

1.增加文物集錦之數量─多寶格主題意象

　　士林站藝文空間舊有的牆面，是由文物

燈片與抽象紋飾所組成，抽象紋飾佔了近一半

之面積，故宮識別的直覺性不夠鮮明。而文物

本身是最能提供故宮形象識別度，因此，此次

改造精選更多的文物圖像，提高文物曝光率，

並以展現大面積的文物具體圖像為前提。

　　在設計上，採用多寶格珍寶精選集錦（圖

2）之概念作為主題意象，結合多寶格中「分

割塊面」、「造型開光」、「雕花紋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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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清　 雕紫檀多寶格方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多寶格珍寶精選集錦

 圖3 分割塊面　作者攝



視覺元素，發展出「格狀塊面文物布局」（圖

3）與「透光鏤空紋飾」（圖 4）等呈現手法，

鏤空紋飾的設計，來自於象牙球上的紋飾（圖

5），整體搭配相當和諧雅緻。在材質上，格

狀塊面的骨架由鍍鋅方管（圖 6）所組成，兩

側牆上的每個文物畫面，皆為燈片與強化玻

璃之組合；正面形象牆上的塊面圖像，則是

以金屬直噴（圖 7）的方式印於鋁板上，不採

用燈片材質，如此可避免燈片光源影響電視

畫面清晰度。

　　這樣的展示呈現如同珍寶匯聚，精彩的

文物圖片有氣勢地以全圖或局部大圖之形式，

錯落排置其中，彷彿放大版的多寶格開箱般，

身歷其境，遊客可盡情飽覽文物動人細節。

　　此外，這藝文空間的文物選取原則有二：

一為國人票選之人氣國寶，二為色彩（或細

節）亮眼吸睛，在上述原則下，共選出 36件

文物。這 36件文物中，耳熟能詳的超人氣國

寶：〈鏤雕象牙雲龍紋套球〉與〈翠玉白菜〉，

擺放於遊客出站映入眼簾的正面形象牆上，再

接
地
氣—

捷
運
故
宮
藝
文
空
間
換
裝
實
記

115

展
示
設
計

 圖5 清　19世紀　廣東　鏤雕象牙雲龍紋套球　局部　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　象牙球紋飾來源

 圖4 透光鏤空紋飾　作者攝

 圖6 鍍鋅方管骨架　作者攝  圖7 金屬直噴　作者攝



加上刻意與翠玉白菜巧妙連結的「穠芳依翠」

等四個書法字，都可讓遊客直覺的與故宮識

別產生連結。

　　這個多寶格裝置藝術在白天以多彩絢麗的

型態與周遭店家共處，帶來一抹別緻的清新；

到了夜晚，以夜光珍寶箱的姿態，閃耀出深邃

動人神秘感。（圖 8）多寶格是乾隆皇帝的玩

具箱，遊客在夜晚亦可透過肢體剪影效果（圖

9），與文物近距離互動，產生遊戲般的興味。

2.正面形象牆加置外部輔助

　　士林站藝文空間的正面形象牆，承載著

遊客第一印象的重要使命。此次改造，除了以

大量的文物圖像增加故宮的識別性外，更是積

極於正面形象牆上方，加設明顯有力的故宮

logo。（圖 10）圖像加上文字，兩者產生加乘

效果，直接了當地將故宮識別傳達給遊客。

　　自 2010年起，正面形象牆上已裝設 60

吋電視螢幕，放映故宮形象影片。但為強化

識別度，故藉此換裝機會更換為 86吋螢幕，

讓所播放的故宮形象影片發揮更大功能。

　　此外，超人氣的〈翠玉白菜〉，除了透

過文物圖像出現在正面形象牆外，亦以保

麗龍模型外加 FRP（玻璃纖維）材質（圖

11），化身為翠玉白菜娃娃（以下簡稱小翠

娃娃）大型公仔座落於牆前，俏皮可愛的姿

態與在旁的實際文物圖像相互呼應。此公仔

裝置，於公開首日即成為引人入勝的拍照打

卡點，帶來極大宣傳吸睛效果。在疫情嚴峻

期間，小翠娃娃也戴上口罩（圖 12），與時

事呼應，融入民眾生活。

（二）提供明確的交通指引

　　以往故宮公車轉乘處的指標，都是透過

捷運告示來指引民眾，除了內容與位置缺乏

整體考量外，不時的有民眾反映資訊不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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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8 士林站藝文空間夜晚局部樣貌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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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有趣的剪影互動　作者攝

 圖10 正面牆上之故宮logo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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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2 戴上口罩的小翠娃娃公仔　張慧明攝

 圖11 刻畫細節中的保麗龍模型　作者攝



楚明確，因此，此次換裝，在指標設計上，

提供了更貼心的呈現方式。指標採動態與靜

態兩種樣式，動態方式是以第一人稱鏡頭運

鏡的動畫（圖 13），來引導遊客前往公車轉

乘處；而靜態方式則是在最吸睛的小翠娃娃

公仔前方放置指標導引牌（圖 14），其內容

更是以使用者需求為考量，將公車抵達故宮

的位置作為分類依據（圖 15），讓遊客可以

更清楚實用的掌握路線資訊。

二、捷運臺北車站

　　臺北車站是國內外旅客南來北往頻繁匯

聚的大站，故宮捷運藝文空間在此擔負著形

象宣傳的重責大任，此次改造之空間配置如

下（圖 16），改造重點為同時呈現南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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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4 指標導引牌　製作廠商提供  圖15 公車抵達位置圖示　製作廠商提供

 圖13 指標動畫擷取畫面　製作廠商提供 



17）、北院（圖 18）的形象，抓住旅客目光，

行銷故宮。

（一）形象區：

　　北院形象區架設六臺 4K電視，以輪播方

式播出文物長卷動畫以及故宮展覽訊息。（目

前播出：花氣薰人帖長卷動畫、故宮形象影

片與展覽訊息），此六臺螢幕具有彈性組合

播放機制，可以六臺同時播放一式長卷影片，

或者六臺各自獨立播出六則展覽資訊，或者

兩兩一組播出三則文物賞析畫面，透過多元

的呈現手法，讓遊客領略文物之美。

（二）互動區：從 2D到 3D的雙層次展現

　　互動區由寬 18公尺牆面與四臺直立電視

所組成（圖 19），互動裝置的感應與回饋於

8秒內完成，在短時間內即可抓住來往遊客的

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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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6 臺北車站故宮藝文空間―新裝空間配置　作者繪製

 圖17 南院形象區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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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8 北院形象區　作者攝

 圖19 互動區牆面　作者攝



　　互動裝置的機制為透過天花板上的魚眼

感測器，捕捉來往遊客移動蹤跡，當電腦接

收訊息後，隨即產生文物光影投射於牆面上，

讓文物光影伴隨遊客同行前進。文物共有四

種，擷選本院著名討喜的文物：北宋定窯〈白

瓷嬰兒枕〉、東漢〈玉辟邪〉、清乾隆〈霽

青描金游魚轉心瓶〉、宋至元〈玉鴨〉（圖

20∼ 23），將嬰兒枕國寶娃娃、玉辟邪、游

魚、玉鴨等可愛造型建置為 3D模型，並轉化

成粒子光影（圖 24），一對一同步跟隨移動

中的遊客。（圖 25）這些文物光影隨著遊客

移動，直到進入直立螢幕中，跨入螢幕的瞬

間，猶如穿過 X光機，立即出現真實面貌。

（圖 26）這樣的互動以獨特動態手法，令人

菀爾會心一笑，重新詮釋了文物的觀賞角度。

（三）複製文物展區：從虛擬到真實的跨界

展現

　　遊客在互動牆前，體會與文物同行的樂

趣後，不妨轉身至廊道對面，找尋與四個文

物光影相對應的實體本尊（複製文物），它

們座落於立櫃當中（圖 27、28），旁邊還有

其他複製文物相伴。這一連串的觀賞歷程是

具脈絡性的，吸引著遊客在動靜、虛實之間

認識故宮文物，讓遊客更有感覺的與文物相

遇。

　　此展區除了於立櫃中展出上述四個精彩

文物外，也為書畫手卷、冊頁量身打造平櫃，

展出能和士林站遙相呼應的文物複製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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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0 北宋　定窯　嬰兒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東漢　玉辟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清　乾隆　霽青描金游魚轉心瓶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宋至元　玉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如宋徽宗詩帖（圖 29）、清郎世寧百駿圖等。

值得一提的是，此百駿圖非一般手卷，畫心

處巧妙結合電視螢幕（圖 30），呈現出動態

更迭變化的景緻，虛實交錯，饒具趣味。

（四）文創宣傳小物：將記憶帶回家

　　本院於 2020年 1月 7日，在臺北車站展

區，舉辦捷運故宮藝文空間換新裝開幕記者

會（圖 31），邀約捷運公司共同出席。過程

簡單隆重，除了向媒體朋友們介紹藝文空間

嶄新風貌外，同時大力展現故宮形象，並宣

告走入民眾生活的企圖心。透過此次換新裝，

本院也製作宣傳小物，依據互動區中的三個

動物形象（游魚、玉鴨、玉辟邪）印製精美書

籤。（圖 32）記者會中，將宣傳小物發放給

與會來賓以及往來民眾，希冀能將現場互動

之美好記憶帶回家，讓文物形象進入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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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 粒子光影國寶娃娃　作者攝

 圖25 互動過程：玉辟邪光影伴隨遊客遊走直到跨入螢幕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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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圖26 游魚光影跨入螢幕出現真實面貌　作者製

 圖27 立櫃　作者攝

 圖28 與互動影像呼應之複製文物　作者攝  圖29 詩帖複製品　作者攝



結語

　　在藝術公共化的聲浪中，建置無藩籬的

博物館，從瞥見、接觸到喜愛這些文化資產，

讓更多國內外民眾走進藝術世界裡，一直是

博物館工作者所努力的目標。捷運場域給予

本院一個絕佳的空間，可以自由展現此理念，

讓人們在日常邂逅中，巧遇中華文化的藝術

之美，自然而然的耳濡目染。此次的變裝更

新，欣然看到了預期的成效：在士林站裡，

藝文空間的導引設置更多滿足了使用者的期

待；在臺北車站，不時看見遊客不知不覺地

與文物互動的景象，特別是那些流連忘返的

親子身影，與一張張歡欣滿足的稚嫩笑容，

著實讓人欣慰感動。

　　歡迎你近一點，再近一點！不知不覺靠

近文物，在生活裡，讓文物伴你同行！

作者任於本院教育展資處

註釋

1.	 臺北市公共藝術認知調查是由遠見民調中心所執行的抽樣式電話訪問，調查時間為 2011年 8月 18日至 8月 25日 18：20至
22：00。轉引自潘彥均，〈臺灣公共藝術設置目的之探討〉（臺北：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第七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專題研究，
2012年 4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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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0 百駿圖動態手卷　作者攝

 圖31 開幕記者會會後採訪　陳麗春攝  圖32 文創書籤　作者攝


